
●加快城市更新步伐，或通过房屋置换等方式增加社区配套用房，破解老年助餐机构“选址难”问
题。短期内没有更新计划的老旧小区，可通过吸引既有餐饮门店参与的方式解决老年人就餐问题。

●借鉴外地经验，鼓励老年助餐机构扩大服务范围，丰富服务内容，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需要。

●大力发展送餐服务，用好社区公益岗和外卖员、快递员力量，积极招募志愿者，扩大送餐服务
覆盖面，让更多老年人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健康可口的餐食。 扫码观看活动内容

作为老年人关心的“关键小事”，老
年助餐服务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实
事。11月26日上午，由市政协委员联络
活动工作室、12345·青诉即办、青岛日报
社共同打造的“倾听与商量”协商平台第
37期协商活动举行。政协委员、专家学
者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科学谋划、精
准施策，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持续发展”主
题展开协商，在倾听中交流思想，凝聚共
识；在商量中汇集力量，解决问题。

加强硬件建设
合理布局助餐设施

青岛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
市。截至去年年底，青岛市常住老年人
口238万人，老龄化率达到23%，已迈入
中度老龄化社会。解决好老年人“一餐
热饭”问题，既是广大老年人的热切期
盼，也是社会关爱老年人的具体体现。

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鲁晨介
绍，近年来，聚焦老年人就餐难题，青岛
市积极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服务
网络，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安全
可靠。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老年助餐
机构近1400家，年提供助餐服务超1500
万次，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提升。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发
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愈发急迫。根据
有关调查，22.1%的老年人有助餐服务需
求。看似简单的吃饭问题，实际上是许多
居家老年人生活中的一大难题。大力发
展老年助餐服务，是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
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对老年人需求的精
准滴灌。”市政协委员、青岛市委党校管理
学教研部副主任李光全在调研中发现，因
社区配套用房短缺，部分片区的老年助餐
机构或位置较偏僻，或面积较小，影响老
年人就餐体验。他建议，加快城市更新步
伐，或通过房屋置换等方式增加社区配套
用房，破解老年助餐机构“选址难”问题。

“对于短期内没有更新计划的老旧小区，
可以通过吸引既有餐饮门店参与的方式
解决老年人就餐问题。”李光全说。

政协委员的建议与主管部门的举措
不谋而合。今年，市民政局出台《青岛市
老年餐桌建设标准》，鼓励社会餐饮企业
依托自身门店开设老年餐桌，为老年人
提供便利可及的助餐服务。截至目前，
全市开设老年餐桌的机构数量已达 50
余家，有效填补了老年助餐设施盲区。

九三学社青岛市委员会经济专委会
副主任、青岛鸿泰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丁冬认为，有关部门可通过设置
道路导向牌和门头独立标牌的方式，建
立老年助餐设施引导标识体系，方便老
年人就餐。

“为提升老年助餐服务智能化、精准
化、便利化水平，市民政局组织开发了青
岛养老地图、老年助餐线上订餐系统等
信息化平台。但我在调研中了解到，部
分老年人由于无法熟练使用智能手机，
因而难以通过这些平台便捷地获取助餐
服务。建议老年助餐机构服务人员、社
区工作人员加强对老年人的指导，帮助
他们跨越‘数字鸿沟’。”丁冬说。

市政协委员、青岛笑蕾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笑蕾认为，送餐服务是老年
助餐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破解老
年助餐服务设施密度不足问题，青岛应
大力发展送餐服务，让更多的老年人足
不出户即可享受到健康可口的餐食。

目前，很多城市的送餐服务面临送餐

人员数量少、人力成本高等问题。刘笑蕾
认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关爱老年人
是每一个市民的责任，建议有关部门用
好社区公益岗和外卖员、快递员力量，扩
大送餐服务覆盖面。“青岛是一座充满爱
心的城市。我们可以积极招募志愿者参
与送餐服务，既有助于破解送餐人员不足
的问题，又可以更广泛地宣传推动老年助
餐服务持续发展。”刘笑蕾说。

提升服务质量
让老年人吃饱吃好

做好助餐服务，不仅要让老年人吃
饱饭，更要让老年人吃好饭。近年来，市
民政局多措并举，在老年助餐机构的运
营、服务和监管上持续发力，不断擦亮

“暖心暖胃，好吃不贵”助餐品牌。
鲁晨介绍，青岛因地制宜，灵活多样

解决城乡老年人助餐服务需求。市民政
局还与中国营养学会合作，研究制定老
年营养餐地方标准。“为了让老年人吃得
更安全，今年以来，我们启动了‘安全生
产整治季’专项行动，会同7个部门联合
开展督导检查，对饭菜质量、种类、定价
等进行严格监管。”鲁晨说。

“保障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是重中
之重。要想让老人们吃得好，首先要吃得
安全、吃得放心，要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
位。”在调研中，丁冬了解到，青岛市还没
有出台针对养老助餐行业的监管办法。
他建议有关部门从制度层面规范养老机
构食品安全源头治理和日常管理，统筹消
防安全、食品安全、服务安全等内容，形成
跨部门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机制。此外，
在“明厨亮灶”基础上，充分发挥智能技术
支撑和保障作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搭建智慧监管平台，实
现“线上+线下”双监管，做到各类安全风
险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

除了食品安全，增强老年助餐机构
的运营能力也是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问
题。刘笑蕾建议相关部门积极推进老年
助餐服务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发展，
鼓励、支持实力较强的老年助餐机构批
量托管老年助餐点，提升老年助餐机构
整体运营水平。

“与城市老年人相比，部分农村地区
老年人居住分散、支付能力较弱，市场主
体参与农村老年助餐服务的意愿不强。”
刘笑蕾认为，发展农村地区老年助餐服务
要充分发挥农村党支部凝聚力强、联系广
泛的优势，通过多种方式补齐资金缺口，
保障农村老年助餐机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胶州市铺集镇积极发挥农
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聚焦农村老人
就餐问题打造“孝老食堂”，收到较好效
果。铺集镇副镇长高超在协商活动现场
介绍，该镇已打造20处以助餐功能为主
的“孝老食堂”，每处食堂服务80多位老
年人，最多的一处服务 130 人。食堂的
场地由村集体提供，装修改造由镇财政
负责，服务工作主要依靠村干部和公益
岗人员，物资采购、配送主要由镇强村共
富公司承担，统一标准、统一运营，既保
障了饭菜质量，也控制住了经营成本。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愈发
重视饮食的营养均衡。在调研中，政协
委员和专家学者了解到，部分老年人认
为助餐机构菜谱单一，菜品更换频率低；
部分老年人患有糖尿病、口腔疾病，对饮
食有特殊需求，既有的助餐服务难以满
足。李光全认为，老年助餐服务要从“有
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在菜单设计、口

味调配、营养配比等方面下功夫。建议助
餐机构围绕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开发营养菜
谱，有关部门也可以为助餐机构集中开展
老年健康膳食搭配培训指导。

“我经常在助餐机构里和老年人聊天。
很多老年人说，之所以来助餐机构吃饭，是
因为他们喜欢在这里与人交流，排解精神上
的寂寞。”刘笑蕾认为，街道、社区可以联合
公益组织和老年助餐机构，共同探索“助餐+
N”服务，将助餐空间打造成集就餐、娱乐、康
养、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老年活动场所。

除了服务老年人，助餐机构还可以服
务更多的社区居民。丁冬建议有关部门借
鉴外地经验，鼓励老年助餐机构扩大服务
范围，丰富服务内容，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
需要。“有的城市利用老年助餐机构开设假
期托管班，为家长解决后顾之忧；有的城市
将咖啡馆、茶饮店项目引入老年助餐机构，
丰富品类供给。青岛也可以积极尝试，让
老年助餐空间发挥更大的效能。”

在李沧区沧口街道从事老年助餐服务
的青岛咱家厨房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程永军发现，除了老年人，不少中青年也迫
切需要助餐服务。“针对这一需求，我们推出
了‘餐桌管家——私人订制’业务，提供来料
加工、代买加工等多项服务，社区居民订餐
后，可以到家门口的老年助餐机构打包加工
好的菜品，省时省钱又省力。”程永军说。

“感谢大家对老年助餐服务的关注和支
持。”鲁晨表示，下一步，市民政局将研究制定
养老服务三年优化提升行动方案，在巩固现
有成果基础上，采取更加扎实有效的举措，
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提质增效。未来，青岛将
进一步完善设施网络，优化服务模式，持续
放大社会效益，让老年助餐服务既“暖胃”更

“暖心”，为老年人幸福生活持续“加码”。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崔武 刘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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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年人幸福生活“加码”
——市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热议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持续发展

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科学谋划、精准施策，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持续发展”主题展开协商。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杨志文 摄


